
布農族族群遷移史-

布農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遷徙路線最遠、版圖最大的族群，茲將遷移時期及過程與親屬間之關係

簡述如下:

（一）布農族的遷徙過程中，經百年來中外學者專家的研究下，可分為四個時期:

第一期:無文字的口傳時期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台灣西部平原時期」，直到南投、名間、集集

和水里一帶之「Lamungang 時期」。

第二期:文字仍以口傳時期，是從 Lamungang 遷徙到祖先居住地「asang daingaz 時期」。

第三期:布農族從 asang daingaz 開始，順著中央山脈中段（玉山附近）向花東地區及南部

的遷徙，此時期的遷徙情形日本學著論述最豐，也是之後研究布農族學者所依據的

主要論述。

第四期:指 1930 年後，日本「集團移住政策」實施後，至現今布農族分布之地區。

（二）布農族在東遷及南遷時，又可分為幾個時期。丹社群、郡社群和巒社群，幾乎同時從

祖居地 asang daingaz 遷出，丹社群是溯丹大溪越過中央山脈沿馬太鞍溪下至花蓮地區，而郡社

群和巒社群亦先後不一的沿著中央山脈陵線附近南下至「大分地區」（Bukzavan，屬拉庫拉庫溪流域）。

之後又繼續遷徙到利稻、霧鹿地區，屬台東縣新武呂溪和大崙溪流域，在從此分散到台東縣鹿寮溪和

鹿野溪之間的「內本鹿地區」，部份族人從大分地區或是利稻、霧鹿地區越過中央山脈東側由拉庫因

溪及大關山啞口附近下到復興溪一帶（都在荖濃溪上游）。又有部份從利稻及霧鹿地區遷到大崙溪岸，

越過卑南主山附近，下至濁口溪上游之馬里山 Balisan。以上路線為布農族自主性之遷徙。而第四次

遷徙是於 1930 年「霧社事件後」，日本政府強制執行「集團移住政策」，將原住民從「深山區」遷徙

至「淺山區」後，形成目前布農族之生活行政區域。

（三）布農族分為六大社群：

1.卓社群 Takitudu:分布在南投縣仁愛鄉及信義鄉等村落。

2.卡社群 Takibaka:分布在南投縣信義鄉。

3.丹社群 Takivatan:分布在南投縣信義鄉、花蓮縣萬榮鄉及台東縣長濱鄉等村落。

4.巒社群 Takbanuaz:分布在南投縣信義鄉及花蓮縣卓溪鄉。

5.郡社群 Isbubukun:zp:分布在南投縣信義鄉、台東縣海端及延平鄉、高雄市那瑪

夏區及桃源區。

6.蘭社群 Takibulan:分布在南投縣與嘉義縣交界之山區，由於人數較少，又與外

族通婚，導致該社群近乎消失。

現今布農族的分佈以南投縣信義鄉最多，其次為花蓮縣卓溪鄉，高雄市桃源區、那瑪

夏區及台東縣海端鄉、延平鄉。布農族人喜歡山居悠閒自在的生活，高山深處常有他們的



聚落，是父系社會，行大家族制。


